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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輔助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教學對提升低口語重度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成人日常溝通能力之成效。研究對象為一少口語重度ASD成人個案，依其學習特質採行動

研究法，資料分析採搜集教學評量結果之量化資料，與研究者、研究對象及不同主題溝通夥

伴的質性觀察資料。透過教學提升個案在三個不同主題的功能性詞彙、句構能力及類化至自

然情境能力。研究結果顯示，AAC介入三部曲模式對少口語重度自閉症成人增進溝通表現

有所效益；序曲階段評估功能應隨個案不同階段（或主題）學習需求調整，除透過首部曲教

學模式，增加視覺提示及物體特徵教學有效提升個案功能性詞彙量；二部曲教學利用個案過

去能力能將句構學習效果加以自動化；三部曲階段介入成效的關鍵為溝通夥伴。AAC應持

續不斷地介入，以增加少口語重度ASD在各情境中的溝通表現，後續應視ASD成人個案之

溝通需求並以受彈性教學的方式介入，以爭取更大的介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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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幼兒無法使用和一般發展同儕一樣的方

式溝通，終其一生，溝通會是ASD者的主要障

礙之一（張正芬，2002）。ASD者超過半數有

明顯的溝通問題，再加上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

進而影響自己或家人的生活品質（張正芬等，

2019）。然而，若在早療階段未能加以改善溝

通能力以符合語言發展里程碑，隨著ASD者年

紀增長，共同注意力、自我刺激、強迫行為、

情緒行為問題、認知狹隘等特質，可能讓重度

ASD成人的溝通問題更顯複雜。本研究之對象

為研究者過去因工作而接觸的少口語重度ASD

成人個案，其入學前皆接受自足式特教班的特

殊教育服務，入學五年制專科學制後，在充分

規劃的支持下首次接受融合教育，個案各領域

適應情況皆有所改善、情緒行為問題減少、溝

通能力也有明顯提升。然而，直到研究對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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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溝通問題仍持續影響個案生活中的各個層

面。

　　實證研究顯示輔助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教學介入

對ASD個案可有效提升溝通效能（王允駿等，

2021；Logan et al., 2016; Mclay et al., 2016; 

Sivers et al., 2018），近年以AAC教學介入提

升ASD成人溝通能力研究有增加的趨勢，但相

對ASD兒童與青少年而言，研究資料的數量仍

然比例懸殊，且研究對象彼此之間的異質性高

（Holy et al., 2017; Nunes & Walter, 2018），

可見ASD成人使用AAC研究在學術上仍較少被

關注（Zisk & Dalton, 2019）。此外，大多數

研究資料皆來自國外語言的案例，少有以華人

語言學習者為研究對象。AAC介入三部曲模式

（preparation, functional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 and using in mil ieu model ,  PVSM 

m o d e l）為一專門為華人設計的A A C介入模

式，可提升不同年齡及障別研究對象的溝通表

現（楊熾康，2018）。目前AAC介入三部曲尚

缺乏ASD成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動機欲探討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是否也能有效提升ASD成

人溝通學習成效，及應用到自然情境中的溝通

互動表現。

二、研究目的

　　依前段研究動機敘述，本研究為探討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教學介入一位少口語重度ASD

成人的溝通表現。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評估一位少口語重度ASD成人的溝通

需求，並規劃AAC介入三部曲之教學。

（二）以功能性詞彙教學提升一位少口語重

度ASD成人的詞彙學習表現。

（三）以句構教學提升一位少口語重度ASD

成人的句構學習表現。

（四）以溝通情境教學提升一位少口語重度

ASD成人與溝通夥伴在互動情境中類化表現。

貳、文獻探討

一、重度ASD成人的溝通介入需求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修訂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text revision; DSM-V-TR）中

A S D診斷標準定義為：在社會情境中持續有

語言及非語言的困難，可能表現無法一對一對

談、難以分享話題到無法開啟或回應社交等

（APA, 2022）。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

定辦法（2 0 1 3）明定A S D學生顯現溝通及社

會互動有嚴重問題，以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

有顯著困難。早療及各階段教育可把握ASD者

大腦可塑黃金期進行介入，促使神經網路的重

塑可讓ASD者隨著年齡在各領域表現有所改善

（Pierce et al., 2016），即使如此，其與一般同

儕的社會和溝通能力表現相較，隨著年齡增加

差異越大（Klin et al., 2007），再加上長期認知

及發展異常，與社會互動後呈現複雜的溝通問

題；20%~30%的ASD者具有複雜溝通需求且不

使用口語溝通（Wodka et al., 2013），正因為

ASD成人彼此之間異質性高，且溝通問題往往

是自幼的發展落後與社會互動所交互建構出異

常的情況，因此較難以統整歸納說明重度ASD

成人的溝通樣態，但可從研究中可窺見溝通介

入的目標有請求、評論、回應問題、拼寫、減

少問題行為及增加自然語言等（van der Meer & 

Rispoli, 2010）。

　　A S D成人的溝通需求與需要A A C的幼兒

與青少年相比有不同的技能與生活經驗。不再

僅僅是透過溝通來表達需求的幼兒時期，對於

ASD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社會的期待與兒童時

期大不相同（Holyfield et  al . ,  2017）；相較

於幼兒之間和幼兒與成年人之間的互動，ASD

成人與青少年之間互動有更加複雜與更高要求

的標準。在重度A S D成人需求表達的問題尚

未解決時，社會期待不僅只是給予基本需求表

達的AAC介入（Holyfield et  al . ,  2017）。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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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概念為早期介入可有最大化的成效，即使

現今社會仍有早期資源缺乏地區，讓早期介入

難以實現在每個有需求的個案上。慶幸的是，

AAC介入任何年齡複雜溝通需求者都有其效益

（Beukelman & Light, 2020），因此，少口語

重度ASD成人即使有主動表達問題者，仍可因

AAC介入而獲益。

　　對少口語重度A S D成人做A A C教學介入

研究有一定程度挑戰性，除了個案可能的問題

行為外，固著行為讓個案可能難以接受新的

教學方式或教學內容，缺乏社會參照（soc ia l 

referencing）能力則難以察覺個案自己與他人

行為對比的效果，以及其本身的溝通問題，而

讓教學更加挑戰（林翠英，2019）。重度ASD

成人多有情緒行為問題、自我刺激等都會影響

到教學過程與成效。因此，面對ASD成人介入

AAC教學的不易控制之變項，採取彈性較高的

行動研究法，以計畫、實踐、評估、反思等步

驟（蔡美華，2008），用循環的方式來進行教

學，應是較為彈性且目標性較高的方式。首先

瞭解研究對象的能力與特質後進行介入規劃，

透過實際教學後可能面臨到的困境，評估個案

學習成效和所面臨困境後，經由反思調整教

學，並繼續整個循環直到教學目標達成。

二、AAC介入各年齡層的研究現況

　　A A C介入對複雜溝通需求者有其助益，

其中對於ASD個案各年齡層有所幫助。以年齡

層分類而言，A A C介入研究以A S D兒童為最

多數，在此年齡層上，已經證實AAC介入可以

改善ASD兒童溝通成效（Syriopoulou-Delli & 

Eleni, 2021），透過研究（Logan et al., 2016）

可知，AAC介入已經不僅止於協助ASD兒童主

動表達索取物品的基本溝通，越來越多證據顯

示更擴及其他社會性動機的溝通功能，在此年

齡階段以AAC介入的成效顯示（Sievers et al., 

2018），ASD兒童的認知功能、ASD的嚴重程

度及語言發展是預測介入成效的有效因子，對

於ASD兒童共同注意力及視覺搜索能力則是調

節因子，是影響溝通介入成效的重要變項，對

於介入頻率和溝通夥伴的AAC知識等為中介變

項的角色。此外，一篇新的回顧性研究探討了

以A A C介入A S D兒童時不同溝通輔具的成效

（Lorah et al. ,  2022），結果顯示相較於以圖

片交換系統和手勢語的方式，大多數個案喜歡

使用有語音輸出系統的溝通輔具，且溝通成效

較佳；Mclay等人（2016）對2名ASD兒童以不

同溝通輔具介入也有同樣的結果，兩名ASD兒

童皆優先選擇具備語音輸出的溝通輔具。可見

AAC介入ASD兒童的研究，已不僅是探討介入

之後的溝通成效，而更進一步在追求更為細緻

的方法、類化能力及個案獲得能力之後的穩定

效果（Syriopoulou-Delli & Eleni, 2021）。

　　少口語重度ASD成人為複雜溝通需求者，

確實有增進個案溝通效能的需求。N e p o等人

（2017）以AAC介入3名無口語重度ASD和智

力發展障礙成人，教學介入採支持程度由多到

少的模式以建立個案獨立性，結果顯示能夠將

教學中的能力類化到自然情境，這說明了結合

語音輸出的AAC介入能讓無口語重度ASD和智

力發展障礙成人改善溝通表現。Nunes和Walter

（2018）在巴西的研究中發現，即使該地區使

用AAC介入ASD個案的研究不多，仍可發現介

入使用溝通輔具涵蓋無科技到高科技，唯介入

ASD成人的研究很少，與介入ASD兒童的研究

數量不成比例。目前AAC介入ASD青少年與成

人的研究雖有不錯的成效，但因數量有限而不

足以探究其中詳細的情形，因此AAC介入有效

這樣的說法是缺乏強而有力的證據（Holyfield 

et al., 2017）。然而，不同母語國家（或地區）

的語言差異，包括根據環境和個案本身存在的

不同的語言困難，彼此之間的關係都尚待釐清

（Zisk & Dalton, 2019）。此外，有些研究以

AAC介入協助ASD成功就業的研究，也間接表

明AAC的介入有利於改善ASD成人工作需求的

溝通品質（Babb et al., 2019; Richardson et al., 



AAC介入三部曲對提升少口語重度自閉症類群障礙成人日常溝通能力之研究．30．

2 0 1 8）。可見，A S D者確實無論年紀大小與

否，皆有溝通需求，因此AAC介入後都能受益

（Beukelman & Light, 2020）。

三、�AAC介入三部曲模式對ASD個案改善溝

通能力之成效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是以華人基礎來設計

的AAC介入模式，適用各種複雜溝通需求者，

能涵蓋各種年齡層（楊熾康，2018）。AAC介

入三部曲模式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如圖1）：序

曲、首部曲、二部曲及三部曲。序曲為介入前

的準備工作，主要是評估個案基本能力與溝通

需求，透過觀察或評量規劃個案介入計畫，其

中包含擬定功能性詞彙、對應的溝通符號、適

合的溝通輔具及選擇技術等；首部曲則為增加

功能性詞彙量，可透過圖片交換系統（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或圖片

教學（配對、指認、按壓／點讀版面、仿說／

唸讀等）等方式進行，主要目的為讓個案學會

溝通符號和目標物認知的連結。二部曲為提升

句構能力，透過句型擬定及版面設計，學習句

構能力和語法練習，句構可視介入目標規劃簡

單或複雜的句型。三部曲為將習得的句構能力

運用在自然情境，主要透過腳本的對話練習為

將來自然環境溝通做準備，之後即使用AAC科

技運用在自然情境中。

　　以ASD而言，邱燕華（2012）採單一個案

研究法以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介入學齡前無口

語ASD兒童，在增加功能性詞彙、提升句構能

力及類化至其他同儕溝通情境等能力皆有提升

及維持效果。陳怡華（2018）則以學前特教班

ASD兒童為對象，結合溝通圖卡及「聽我說」

App多種類溝通輔具，成功提升個案功能性詞彙

量、句構能力及類化至不同情境的能力。在國

小階段，李宏俊（2007）則以低科技到高科技

溝通輔具對低功能無口語ASD個案進行介入，

結果發現使用各類輔具皆能改善個案溝通表

現，且主動溝通能力增加，在跨情境之類化能

力也有進展。而王允駿等人（2021）以溝通筆

作為溝通輔具介入國中特教學校的少口語ASD

學生，結果顯示個案在各項能力皆有進展。可

見自學齡前到國中的ASD個案，透過AAC介入

三部曲皆可改善其溝通表現。然而，尚未發現

有ASD高中或成人階段之介入研究。

圖1

AAC介入三部曲架構圖（AAC PVSM model）

資料來源：

楊熾康（2018）。以活動為本位的輔助溝通系統介入三部曲模式：從無到有之創建歷程。華騰文化。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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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C介入三部曲模式中，第三部曲—類

化至自然情境，為整個溝通訓練至關重要的

階段，這一階段設計要讓個案能夠從所習得的

能力應用在自然情境中。為了讓複雜溝通需求

者從教學情境中將溝通能力類化到真實情境

中，初步類化階段以溝通夥伴的角色最為重

要，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Beukelman和Light

（2020）對於溝通夥伴的訓練與重要性有特別

的著墨；Donato等人（2018）研究指出，透過

瞭解ASD兒童與其溝通夥伴使用AAC溝通的阻

礙或促進的因素，AAC介入研究者能夠更佳的

支持ASD兒童與溝通夥伴溝通互動。Denney

等人（2 0 2 2）的研究更直接指出溝通夥伴在

與ASD和複雜溝通需求成年人進行互動溝通時

有關鍵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也希望初步了解在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中之第三部曲，欲探究其

溝通夥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成為關鍵因素

的可能原因。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可知，少口語重度ASD

成人因其症狀、溝通問題及認知限制，造成難

以良好適應生活周遭環境，連朝夕相處的家人

或同學也難以透過溝通了解其需求，甚至因此

而造成個案的情緒行為問題。從國外針對ASD

兒童的研究趨勢可以發現已轉為探討更細緻的

介入方式與保留能力的效果，而針對成人ASD

個案的研究數量相對而言數量較少，再加上

ASD成人個案異質性高，目前仍難有理論或架

構可供研究者或教學者有所依循。AAC介入三

部曲是以華語為主的設計介入方式，目前尚無

ASD成人階段的介入研究可做教學參考，本研

究期待透過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以行動研究法

的方式介入少口語重度ASD成人，探討其介入

後溝通能力的成效與發現。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為增加少口語重度

ASD成人日常生活溝通之需求，與提升個案在

生活中的自主性，以AAC介入三部曲模式為基

本課程架構來規劃課程，以下分別描述課程各

部分之教學目標：

（一）序曲：確認個案能力及評估溝通需

求。

（二）首部曲：評估個案起點能力後以活動

為基礎，以活動為基礎之介入課程，欲增加個

案功能性詞彙量。

（三）二部曲：提升句構能力，以規劃好的

對話腳本設計活動，進而規劃溝通輔具。

（四）三部曲：以溝通輔具與溝通夥伴互

動，將學習到的溝通能力類化至自然情境中。

　　利用序曲階段評估個案各項能力及溝通需

求後，設定首部曲階段的功能性詞彙教學目

標，接著進入首部曲階段並在教學實踐過程中

觀察評估與反思教學成效，依據反思內容加以

調整教學策略，以達本階段教學所設定之目

標。接著，再設定二部曲階段的提升句構能

力教學目標，再進入二部曲階段的課程內容，

同樣按照前一階段的循環結構達成階段教學

目標。最後，依據三部曲將溝通能力類化至自

然情境的目標規劃個案與溝通夥伴教學內容，

並依照同樣的循環結構達成階段教學目標。此

時，若仍有擴增功能性詞彙之需求，則再次進

入AAC介入三部曲之循環，重新評估擴增活動

溝通之需求，依此模式持續提升所需之功能性

詞彙、句構能力及溝通能力類化至自然情境等

相關能力（如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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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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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為五專四年級之少口語重度ASD

學生，實際年齡為21歲，領有重度自閉症類別

之身心障礙手冊及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證明，在此教育階段之前，皆安置於隔離的自

足式特教班；在行為上偶有攻擊行為以及頻繁

的重複、固著、強迫等行為；在溝通上有延遲

回應的現象，使用口語大多以一到兩個詞彙為

主，鮮少使用完整句子；認知部分，難以一般

智力測驗施測，但推測有認知、社交技巧、自

我監控能力較弱的情況。進入大專融合環境的

積極支持後，各項能力表現皆有成長，行為問

題獲明顯控制。在口語溝通部分雖大多時候僅

使用簡單詞彙，但有習得注音輸入法，面對其

所修習課業的作業多用此方式完成，對其少用

的詞彙拼音時，二聲及三聲聲調辨認有困難，

往往需要協助給予口頭或視覺提示，同一詞彙

過度練習後能記得該詞彙的聲調。此外，研究

對象尚未理解疊字及雙字詞彙同時三聲時的聲

調處理規則（例如：「妹妹」注音兩字皆為四

聲，發音時第二個字讀三聲；「美好」注音時

皆為三聲，發音時第一個字讀二聲），也可透

過過度練習的方式獲得記憶。對於學校交付之

作業責任感強，精神好時能專注的完成作業，

持續力最長約9 0分鐘，疲勞時容易有情緒行

為問題產生；若發現自己在作業中犯錯容忍度

低，容易發脾氣，可以透過口頭提醒勉強安撫

（例如：這是可以修改的、不可以打人、不可

以撕掉等），份量較重的作業最好能夠分次或

分階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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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對象過去曾接受過A A C介入三部曲

模式教學，其用以提升個案對休閒時能主動表

達想要去哪裡玩的課程設計，其完整接受序曲

到第二部曲的介入，其中包含20個功能性詞彙

及三種不同句構，皆有良好的成效。唯第三部

曲介入時，個案因為氣溫太高的原因沒有意願

出門，多次製造溝通機會的情況下，僅使用過

一次溝通輔具表達要去何處。因此，個案對於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教學模式有一定程度的認

知，此次介入乃是以生活中其他領域之溝通需

求來規劃個案的介入課程，試圖提升個案日常

生活中的溝通成效。

三、研究工具與分析

　　研究者每次教學及教學評量過程以錄影紀

錄，並撰寫觀察紀錄及教學省思。在教學過程

中同時搜集教學評估的量化資料與研究對象溝

通表現的質性資料，以利後續研究資料整理與

分析。除量化資料外，所有質性資料採取研究

者、研究對象及不同主題之溝通夥伴進行三角

驗證，在同一溝通表現資料中進行交互比對，

檢視同一事件但不同角度觀點是否一致，以此

減少研究結果觀點上的偏頗，期待以此方式提

高研究資料之信、效度，進而了解個案透過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教學後對不同主題的溝通

表現之影響。

四、溝通輔具、教材設計及教學流程

（一）溝通輔具及教材

　　本研究所使用溝通輔具較為多元，依據個

案在不同主題下的溝通需求、個人意願及行為

變化而有不同的設計規劃，以下分別說明：

1.大圖（字）卡（8cm×8cm）與大型塑膠

瓦楞板

　　大圖（字）卡包含四種型式，依據視覺提

示量多到少分為：有圖有字有注音、有圖有

字、僅有字、僅有圖等，共四類（如圖3）。大

圖（字）卡與半開大小塑膠瓦楞版皆貼有魔鬼

氈，用於首部曲階段功能性詞彙的教學活動及

二部曲提升句構能力教學中視覺提示使用（如

圖4）；大圖（字）卡與半開大小塑膠瓦楞板可

用來進行配對、指認、特徵辨認、分類、句構

教學與練習等活動，在評估學習效果時，則搭

配筆記型電腦及Microsoft Word程式以注音輸入

法輸入題目回答，以此評估個案是否達成該階

段學習目標。

2.小圖（字）卡（5cm×5cm）與小型塑膠

瓦楞板（小圖字卡簿）

　　小圖（字）卡為最初作為實體溝通版面使

用，搭配A4大小塑膠瓦楞版並貼有魔鬼氈，依

據視覺提示量多到少分為：有圖有字及僅有字

等兩種。原本規劃用於第三部曲中作為情境練

習及與溝通夥伴於實際溝通情境中使用，使用

時另有溝通條作為句子表達的方式（如圖5），

後因個案溝通需求與個案意願因素而改用其他

方式則分述如後研究結果。

圖3

大圖（字）卡示意圖例

漢 堡

漢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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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Pad搭載之「聽我打」溝通軟體

　　此溝通輔具為有語音輸出功能之設備，可

依照個案需求自行設計溝通版面，具有錄音和

儲存溝通訊息與播放聲音的功能（如圖6），採

直接選擇溝通符號的使用方式，同時也可注音

輸入以符合臨時之擴增需求。此一設備之引入

為前一溝通輔具（小圖字卡簿）攜帶不便，個

案於第二主題（晚餐選擇）介入到第三部曲時

發現後不願再使用，經過評估與詢問個案之後

改為此一溝通輔具。

圖4

字卡搭配半開塑膠瓦楞板示意圖

圖5

小圖字卡簿與溝通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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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Pad搭載之「聽我說」溝通軟體

　　此溝通輔具同樣為有語音輸出功能、版面

設計、錄音與儲存訊息與播放聲音的功能，唯

不具備注音輸入的功能，同樣採直接選擇的使

用方式（如圖7），每個溝通符號可選擇開啟或

關閉，得以針對不同語境或需求調整版面的顯

示情況。此一設備之引入為前一溝通輔具（iPad

搭載之「聽我打」溝通軟體）在進入第三主題

（午餐選擇）介入到第二部曲時個案拒絕使

用，同樣經過評估與詢問個案後調整為本溝通

輔具。

圖6

「聽我打」版面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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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聽我說」版面圖例

（二）教學流程

　　本研究AAC介入課程為期6週，每週6日、

每日60分鐘，課程開始前15分鐘為暖身活動，

主要用來引起動機及複習前一次的課程內容，

接著30分鐘為課程介入，最後15分鐘為評估當

日學習成效。教學依據提升個案日常生活溝通

成效為主要目標而分為三個主題，依照介入順

序為早餐、晚餐及午餐選擇，每個主題皆依照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順序進行，每個階段皆採

取行動研究之觀察、計畫、教學及反思等四個

原則進行教學，並依據個案學習狀況進行各項

調整。整個教學的每個主題依AAC介入三部曲

模式設計皆具有三個教學階段（三部曲）。

　　第一主題為早餐選擇，首部曲階段搜集20

個早餐品項的功能性詞彙並透過教學活動介入

之，接著為二部曲句構練習，最後為三部曲

類化至自然情境。透過情境練習之後，對溝通

夥伴進行基本訓練，再與溝通夥伴進行實際溝

通。第二主題為晚餐選擇，功能性詞彙內容乃

依據與家人討論而挑選的20個晚餐食材詞彙，

經過教學後達成學習目標後進入第二部曲句構

練習，最後同樣進入第三部曲之類化情境的階

段。第三主題規劃為學生在校與溝通夥伴選擇

午餐的9個功能性詞彙，主要以便當或簡餐之主

餐為設計規劃，由於能夠選擇的選項沒有前兩

個主題數量多，且個案家庭本身的飲食習慣不

吃牛肉及豬肉，因此功能性詞彙較少，但仍同

樣接受AAC介入三部曲模式教學。每一主題的

各個教學階段皆視學生學習情況予以調整教學

策略，過程皆採行動研究法進行計畫、教學、

觀察及反思等循環模式，並與個案、家人或溝

通夥伴討論教學策略調整方向，以達成每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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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每個階段的教學目標，若達成每階段教學目

標後即進入下一階段教學。在教學後面階段，

早餐選擇因個案家中溝通需求再加入4個功能性

詞彙，三個主題之功能性詞彙表呈現如表1。

表1

各主題功能性詞彙表

主題 功能性詞彙 追加新增

我要吃早餐

薯條 炒麵 蛋餅 荷包蛋 飯糰 水煮蛋

蘿蔔糕 小籠包 芋頭糕 燒餅 炒米粉 可頌麵包

吐司 薯餅 饅頭 油飯 三明治 羅宋麵包

漢堡 油條 熱狗 煎包 蒸餃 綠豆湯

我要吃晚餐

鮭魚 魚丸 紅蘿蔔 絲瓜 秀珍菇

蝦子 五香豆乾 馬鈴薯 地瓜葉 青豆仁

鱈魚 雞蛋豆腐 豆芽 大白菜 洋菇

雞肉 雞蛋 白蘿蔔 杏鮑菇 高麗菜

我要吃午餐
炸雞腿 油雞 玫瑰油雞 滷雞腿 照燒雞腿

炸雞排 麥香魚 雞腿堡 麥脆雞

　　每個主題的功能性詞彙教學採逐步退去提

示方式進行，首先使用具圖、字及注音的圖卡

與具圖及字圖卡進行配對，下一階段則以具圖

及字之圖卡作為提示，以字卡作為配對選項，

最後一階段則以僅有圖的圖卡作為提示，同樣

以字卡作為配對選項，並要求研究對象每次配

對完成後進行回答。二部曲階段教學目標為使

用新學習的功能性詞彙應用在過去學習過的兩

種句構，可透過大型字卡板做為視覺提示（如

圖4），使用注音輸入法表達出所學之兩種句

構，首先是研究者呈現以圖卡組合而成的連續

圖片，請個案依據圖片順序使用注音輸入法輸

入答案。三部曲階段教學分為兩個部分，首先

則使用小型圖卡板作為溝通簿，設定固定語境

與個案進行情境練習，個案須將圖卡撕下貼在

溝通條上，完成句構進行溝通。

　　本次介入三個主題之順序如下，早餐選擇

主題提升功能性詞彙教學達教學目標後進入句

構教學，當句構教學也達到教學目標後，即進

入第三部曲類化至自然情境之教學，其中溝通

輔具在情境演練達成教學目標後，則與溝通夥

伴練習，此時也進入晚餐選擇主題之功能性詞

彙教學，達成教學目標後進入第二部曲，依此

類推。因此，每個主題的彼此之間稍有部分重

疊時間。

肆、結果與討論

一、�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之序曲—溝通能

力評估及教學設計

　　暑假期間研究者每週6日至個案家中進行教

學介入，依據AAC介入三部曲之序曲規劃—至

少6次觀察及1日溝通活動描述，可見個案在家

溝通需求因為生活安排單純而規律，鮮少有溝

通的機會及引起溝通的動機（如表2），故以早

餐品項選擇、晚餐食材選擇及未來開學選用午

餐選擇三個情境規劃溝通課程。溝通對話腳本

採用簡單的句構，其中個案已經擁有的詞彙包

含代名詞類（媽媽、爸爸、哥哥、尚書老師、

娜娜等）、社交用語類（謝謝、可以嗎？）及

動詞類（要吃、不要吃），兩個設計溝通情境

為被動表達及主動表達，若進入自然情境使用

得宜，溝通夥伴可視情況彈性調整用法或擴增

對話複雜度，初期規劃以增加個案日常的溝通

領域面向，從中獲得日常生活的主導性與獨立

性，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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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依據A A C四個構成要素說明本次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三個主題的初步規劃，並

構成本次教學的初步內容。雖然隨著課程進行

有依照個案學習情況及需求對於溝通符號及溝

通輔具有所修改，有修改的地方則於該階段再

分別說明，以下則描述課程介入之初所規劃的

AAC四個構成要素：

（一）溝通符號：個案能指認日常生活中

所見事物的照片、注音及部分文字，因此經過

學習後溝通符號期待個案能以文字字卡的方式

使用溝通版面。

（二）溝通輔具：使用 i P a d搭載「聽我

打」App，如圖6所示，溝通符號以文字顯示，

溝通版面設計製作一4×8格的版面。

（三）選擇技術：個案懂得使用注音輸入

法，因此透過直接選擇的方式沒有疑慮，讓個

案直接在溝通輔具上按壓對應之溝通符號，以

組成教學介入中的句構。

（四）溝通策略：經過三個主題的AAC介

入三部曲模式介入後，個案可以使用溝通輔具

在早餐與晚餐選擇上與溝通夥伴（預設為母親

及外傭）以習得之句子進行溝通，在午餐選擇

上與溝通夥伴（協助同學）以習得之句構進行

溝通；以這樣的策略模式提升個案在日常生活

中的溝通動機、觸及面向及自主性。

表2

個案暑期一日活動描述和溝通需求表

時間 活動內容 溝通需求 個案表現和參與情況

06:00~07:00 起床梳洗
及著衣

自行刷牙、洗臉及選擇自己要穿的
衣服

個案能夠自己選擇衣服，但只選擇
指定幾件衣服不容更換

07:00~07:30 用早餐 依照家裡所準備的吃
從準備好的早餐品項中挑選自己要
吃的

07:30~09:00 看影片或電視
個案會以詞彙要求媽媽開啟電腦及
網頁後，自己選擇要看的內容

只固定看幾種卡通動畫及聽兒歌

09:00~10:30 AAC介入課程
個案參與課程活動，老師會要求於
活動中盡可能的對話

需看個案情緒穩定度，狀況好時可
保持十分專心，反之則可能有自我
刺激語言、重複行為，甚至情緒行
為問題

11:00~12:00 陪伴外婆活動
到外婆家與外婆一起生活，外婆偶
而會跟個案講話，大多屬於指導性
語言，不太需要回應

偶而看電視個案會跟著看，大多時
候個案自己坐著或在旁邊走來走去

12:00~13:00 用午餐
外傭準備好午餐後一起吃，個案不
需要參與

個案只挑喜歡的吃

13:00~14:30 午睡
午後休息，上廁所也自己去，沒有
溝通需求

自己獨立完成，偶而會用簡短詞彙
要求關門或關窗

14:30~17:00 陪伴外婆活動
自行起床後陪伴外婆一起生活，沒
有溝通需求

外婆要求喝水時會去倒水，但幾乎
沒有表達

17:00~17:30 回家
回家路上母親偶而會詢問個案要不
要購買東西，個案會簡短回應要或
不要

大多屬於被動回應，且以簡短詞彙
回應

17:30~18:30 用晚餐
由外傭準備好晚餐，與家人一起晚
餐，不需要參與溝通

個案只挑喜歡的吃，家人會要求個
案吃青菜，但大多時候不予理會

18:30~19:30 看電視、休閒
大多時候與母親一起看電視或玩電
腦，會有閒話家常的對話，個案以
簡短詞彙回應

多以簡短詞彙的形式回應家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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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個案暑期一日活動描述和溝通需求表（續）

時間 活動內容 溝通需求 個案表現和參與情況

19:30~20:30 梳洗及就寢

會自行梳洗及睡覺，有時會要求母
親一起睡，並限制母親的睡姿，此
時會有簡短詞彙的口語出現，但仍
不形成句子

個案的強迫行為影響到母親的睡眠
情況，經指導性要求後稍有改善

表3

教學設計之句構腳本

情境一 情境二

溝通夥伴：阿偉（化名）！早餐（或晚餐、午餐）
          有這些，你想吃什麼？
阿偉：我要吃A，謝謝！

阿偉：Ｂ！我想要吃Ａ，可以嗎？
溝通夥伴：我來幫你準備！

註：A代表各主題所教的功能性詞彙；B代表溝通夥伴的名字

　　透過A A C介入三部曲模式之序曲規劃的

「至少6次的觀察和記錄個案表現」及「個案一

日活動描述和溝通需求表」方式，即能夠完整

了解個案在溝通方面的需求，進而擬定腳本、

選定功能性詞彙、規劃溝通符號及找尋溝通輔

具，最後完成介入計畫（楊熾康，2018）。在

表2的一日活動描述與溝通需求調查下，可見

個案平日生活被安排得十分平順，平時各項需

求被打理得很好。考量增加個案自主性及獨立

性，與家人討論之後擬以創造個案溝通機會的

方式作為介入媒介。因此，利用過去個案曾學

習過之句型設計表3，在早、中及晚餐規劃與不

同溝通夥伴進行溝通，望藉由這樣的設計增加

個案溝通機會及生活自主能力。這樣的規劃方

式與王允駿等（2021）及陳怡華（2018）研究

相同，雖然兩篇研究研究參與者年齡階段與本

研究不同，但同樣經過序曲的全面評估，可以

瞭解個案各領域表現，再根據評估結果規劃相

關介入內容及工具，AAC介入三部曲模式確實

適用跨年齡階段個案之特色。此外，也與沈素

戎和楊熾康（2020）研究結果相同，透過對個

案日常活動的觀察、溝通需求評估與其近側發

展區的了解，得以充分擬定AAC介入計畫。

二、�AAC介入三部曲之首部曲—增加功能

性詞彙

　　每個主題介入前2次及每次教學後的評估皆

以20個功能性詞彙隨機呈現，圖卡類型分別為

有圖有字有注音、有圖有字、僅有圖，要求個

案以注音輸入法輸入答案。三個不同主題之功

能性詞彙學習成效如圖8表示。每個主題各自達

成教學目標後，則分別進入該主題之二部曲教

學。

　　在早餐選擇主題的功能性詞彙教學表現

中，功能性詞彙與家人討論的結果是以早餐品

項作為目標詞彙，可觀察到個案能看懂注音符

號並輸入文字，因此從都可獲得100%的正確

率，在有圖有字卡片的評估上，可見一開始教

學就能夠讓個案記住圖卡上的文字如何以注音

輸入法完成回答，但在僅有圖的辨認上，明顯

個案並未能立即有效的記住。因此在第三次介

入及評估時，利用大圖字卡提示版（如圖4）

提供個案視覺提示，讓個案在活動中及課後的

評估中遇到不會的詞彙能夠從提示板上搜尋答

案，在兩次提供視覺提示的情況下個案對於僅

有圖的刺激物，在辨認命名上有明顯進步，因

此早餐選擇主題教學的第5次介入課程隨即撤除

視覺提示版，個案仍能持續進步達成100%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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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在晚餐選擇主題的功能性詞彙教學表現

中，功能性詞彙與個案家人討論的結果是以食

材項目作為目標詞彙，介入前也考量這樣的詞

彙內容與個案就讀之相關科系有所關聯。在介

入之初即可觀察到個案在各種刺激卡片的評估

中已經有不錯的正確率，在訊息最少的圖卡類

別上，第一次教學後的評估已經達到70%正確

率。在三次的教學介入中可發現，個案對於

「秀珍菇」及「杏鮑菇」的圖卡辨認有困難，

兩種圖卡刺激顯現時，個案會遲疑並表示說

「不會」，與個案討論後，發現可能個案對於

這兩種食材的整體辨認有困難，因此在這一主

題的第4次教學中加入這兩種食材的特徵差異

教學，當次課後評估即可達到100%正確率。在

第5次撤除特徵教學後，仍能保持100%辨認正

確率，推測個案能夠依據教學之內容習得辨認

這兩種食材的特徵差異並在往後活動中應用。

ASD成人對於物體的整體辨認能力與普通人相

較較弱，對於局部特徵辨別的方式能力較好，

ASD成人能代償性地以關注局部特徵的方式來

處理辨識物體（熊恩筠等人，2022）。本研究

教學中使用到特徵教學，即利用ASD成人個案

辨認能力的特徵來進行功能性詞彙學習。

　　第三個主題為午餐詞彙選擇，功能性詞彙

設計考量個案即將面臨開學，其午餐原來都由

溝通夥伴（協助同學）代為訂購，過去多數沒

有詢問個案意見，個案也逆來順受，常常有挑

食的狀況產生，因此規劃能夠訂購到的簡餐或

便當之主餐，同時考量家裡對不同肉類的喜好

後，找出9個不同的主餐詞彙。本主題之功能

性詞彙教學及課後評估所使用之教材與之前主

題不同，考量個案已經熟悉教學進行模式，採

用Microsoft PowerPoint製作刺激圖卡，也都包

含有圖有字有注音、有圖有字、僅有圖及僅有

字，共四種刺激。由學習表現可知（如圖8），

個案一開始即能依據目標詞彙之注音完成輸入

答案，退去不同程度提示後則表現越顯不足。

此外，本次功能性詞彙選有三個麥當勞的套

餐作為溝通符號，最初規劃時完整呈現「麥香

魚套餐」、「勁辣雞腿堡套餐」及「麥脆雞套

餐」，個案在第2次上課時出現這三個詞彙時，

表達拒絕甚至表現不耐煩，經過討論同意將詞

彙簡化為「麥香魚」、「勁辣雞腿堡」及「麥

脆雞」；第3次課程介入對於「勁辣雞腿堡」

仍表達拒絕，經過討論最終改為「雞腿堡」。

即使如此，整體學習成效仍沒有前面主題來得

有成效，後續教學介入及課後評估提供視覺提

示，介入2次後學習成效有所提升，撤除後針

對「油雞」及「玫瑰油雞」兩個詞彙做特徵

差異教學，經過所有教學後可達到100%正確

率。可能個案對於「套餐」、「勁辣」、「麥

香魚」、「麥脆雞」之隱含意義未能了解，因

此在規劃功能性詞彙上試圖降低認知及記憶負

荷。



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第二十五期 ．41．

圖8

首部曲介入不同主題教學後能力評估答對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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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首部曲介入不同主題教學後能力評估答對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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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階段個案學習橫跨三種類型的功能性

詞彙，每個主題各有不同數量的詞彙（共5 3

個），由圖8可發現，個案能夠藉由既有認讀

注音的能力在一開始就認讀每一個功能性詞彙

的圖卡（含圖、國字及注音），經過圖卡配對

教學及相關策略教學後，個案最終能全數辨認

僅有圖的卡片，並將答案以注音輸入的方式回

答，三個主題皆能在短期內習得相關功能性詞

彙的認知與辨認，完成提升個案功能性詞彙量

的教學目標。這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王允駿

等，2021；陳怡華，2018；李宏俊，2007），

顯現在功能性詞彙的學習上，在跨年齡階段的

ASD個案皆有明顯成效，且無論ASD症狀輕或

重，皆能有效提升ASD個案功能性詞彙量。

　　本研究對象為少口語重度ASD個案，有頻

繁的自我刺激口語與行為、強迫行為等，在三

個主題的功能性詞彙教學階段皆可以發現認知

未完整的情形。此外，也發現個案在學習新的

詞彙時，對於刺激圖片中物體辨識異常，個案

以整體辨識方式但忽略物體特徵，此一發現與

熊恩筠等人（2022）研究結果一致。個案在教

學活動中需要將無法辨認的詞彙挑出來，教導

個案辨別物體的特徵。再者，個案在主題一及

三的詞彙教學中，給予視覺提示協助，個案有

明顯的進步，經撤除後仍可保留或繼續進步，

可見透過視覺提示的方式可有效協助個案學

習。

三、�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之二部曲—提升

句構能力

　　二部曲介入教學目標句構如表3所示，能力

評估以每種句構以聽寫的方式以注音輸入法寫

出句子，每題僅提供一次聽覺提示，每種句構

測驗5題，若研究對象停下動作或要求再說一次

則算失敗。每個主題功能性詞彙教學介入後分

別進入每個主題之句構教學，個案在句構教學

評量的學習成效如圖9。個案能夠利用過去經驗

及新習得之功能性詞彙，完成句構表現的每次

評估，並且短期內皆能達到100%達成率，雖然

個案過去已有類似相關句型的能力，但能將過

去類似的能力類化至新習得之功能性詞彙，對

類化能力本來就較低落的ASD個案而言，已屬

相當不易。

　　早餐選擇及晚餐選擇的句構教學成效從一

開始皆呈現良好的情況，很有可能是透過過去

的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之學習經驗，因此很快

的就有良好的表現。在各主題完成二部曲的教

學階段後，則分別進入各主題之三部曲—類化

至自然情境。過去研究規劃2~3個句構介入，皆

能獲得不錯的學習成效（王允駿，2021；陳怡

華，2018；李宏俊，2007）。本研究利用個案

學習過的簡單句型結構，使用在本次介入的新

功能性詞彙，結果顯示個案能夠快速的表現良

好的學習效果，三個主題的二部曲教學皆能在

短期內達成100%正確率，結果顯示個案能利用

過去學習經驗將能力類化到新的主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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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提升句構能力教學課後答對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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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提升句構能力教學課後答對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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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之三部曲—類化

至自然情境

　　本階段進行方式無論哪一主題皆包含兩個

步驟，首先是學習在以角色扮演為主軸的教學

過程中練習溝通輔具的使用，接著是與規劃好

的溝通夥伴於實際日常生活中進行練習，在正

式進行與溝通夥伴對話前，皆針對溝通夥伴做

簡短的教學，並定期與溝通夥伴確認實際進行

的情況。個案與溝通夥伴最初規劃使用 iPad搭

載的「聽我打」所製作的文字溝通面板以直接

選擇的方式進行溝通，在早餐選擇主題的三部

曲階段，個案表示不願使用 iPad。經與個案討

論，由於溝通夥伴（家裡的幫傭）為外國籍，

為讓溝通夥伴也能看懂溝通符號，因此改以小

圖字卡與溝通簿、溝通條的方式進行練習，首

先挑出3到5個早餐選項，詢問個案早餐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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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個案想要吃什麼？個案在練習中皆能完

成設定之情境任務，隨後即進行溝通夥伴之訓

練，訓練內容包含溝通輔具使用的教學及溝通

支持策略應由少到多的原則，並要求溝通夥伴

實際演練，訓練結束後即交由溝通夥伴進行自

然情境之實際應用。

　　主題一實際情況之應用前2次個案皆有指出

溝通條上的溝通符號選取想要吃的早餐品項，

但之後溝通夥伴（家裡的幫傭）表示個案未能

如願使用溝通輔具，詢問時皆表示拒絕，但仍

有從家裡準備好的早餐中直接選用自己想吃的

早餐。觀察個案及溝通夥伴互動情形，可見溝

通夥伴未能妥善應用溝通支持策略，當個案拒

絕時未能及時察覺個案實際需求，溝通夥伴未

能從已經教學過的功能性詞彙中選取個案想要

的詞彙，因此個案不願做選擇，然而溝通夥伴

（家裡的幫傭）對於餐點準備的自主性未能達

到個案所需，如去購買個案想要的早餐品項：

經與家人溝通，試圖增加4個個案比較喜歡的早

餐選擇，但效果有限，個案有時願意使用、有

時不願意使用，而家中溝通夥伴能夠每日出去

購買個案想要的早餐意願有限，故就個案使用

溝通輔具進行早餐選擇的行為來說，成效較不

穩定。但就增進個案溝通效能而言，個案新增

功能性詞彙並能應用句構表達，需求在家裡可

支持的情況下，個案能夠使用溝通輔具達到個

案溝通表達的目的。

　　在主題二的第三部曲情況與主題一類似，

個案願意使用溝通輔具進行選擇的情況時有時

無，另外，溝通夥伴表示個案傍晚回到家後，

幾乎都直接用晚餐，平日沒有什麼機會可以進

行詢問，僅有假日的時候可詢問個案選擇晚上

想要吃的食材。 隨後建議溝通夥伴平日可以進

行晚餐食材選擇溝通的時間點可挪至前一天個

案就寢前，與主題一的溝通選項一起詢問，或

許是一個較好的時間點，也有較充足的時間準

備。但仍因為個案與家人用餐完之後的作息不

固定，溝通夥伴有時未能即時掌握機會進行溝

通任務，因此執行狀況未能理想。

　　然而，溝通夥伴對於支持程度的技巧掌握

不足，口語支持的情況下也有程度上的不同。

透過給予溝通夥伴教學演示，直接由研究者與

個案演練如何使用不同程度的口語支持或以口

語一一確認個案意願的方式來完成溝通任務，

以及在當下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問題來確認個案

的意願或拒絕使用溝通輔具的原因，唯溝通夥

伴在非母語的使用情況下未能盡如人意。也曾

與家人溝通這樣的情況與需求，以期個案能夠

獲得更多不同溝通夥伴的協助，但實際情況未

能每次溝通詢問能有其他家人同在，因此，類

化到自然情境的實際情況與主題一的類化情況

一樣未能穩定。

　　主題三的三部曲介入溝通夥伴為學校同班

的協助同學，其長期資源教室協助個案進行各

項生活及學習支持，了解個案特質且每學期接

受特殊教育相關知能訓練。個案同樣在第三部

曲第一階段的角色扮演活動進行順利，學校開

學後每週在學校會有三個中午要請溝通夥伴協

助訂購便當，因此每週有三次的溝通機會可進

行。在開學前，個案表示想要帶 iPad到學校，

且溝通符號「想要」有圖且有字，因此將溝通

輔具調整為「聽我說」App的iPad，並於開學前

對個案進行溝通輔具使用的教學，並於開學第

一天對溝通夥伴進行訓練30分鐘，訓練內容同

前面主題一及二對溝通夥伴訓練的內容。溝通

夥伴採取口頭暗示個案的方式進行，如：「現

在要說什麼？」、「還有呢？」、「最後要

說…？」。個案在每一次的溝通機會中皆能使

用句構1的方式進行選擇自己的午餐主菜，句構

2則需要溝通夥伴進行完句構1後，以口語提示

個案換成句構2的方式，引導個案使用主動表達

的方式完成，即使如此，現階段要求個案完全

主動的表達意見仍有其困難，但在句構1的表現

上，主題三的類化至自然情境表現顯然較有成

效。

　　整體而言，本階段個案經過教學後，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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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溝通夥伴互動的成效彼此有所差異，顯示不

同溝通夥伴有不同的互動表現，這與過去研究

（王允駿等，2021；李怡華，2018，李宏俊，

2 0 0 7）顯示情境類化良好的結果有所不同。

本研究即使在主題一及二個案表現不穩定，但

皆能夠在自然情境分別對不同溝通夥伴進行溝

通，且在主題三的學校情境中，透過溝通夥

伴的適時引導能夠持續穩定地進行預劃好的溝

通模式，顯見透過第三部曲的介入後，個案能

夠在自然情境中達到類化溝通能力的效果。換

句話說，A A C介入三部曲對少口語重度A S D

成人個案的教學，溝通能力類化至自然情境的

主要關鍵為「溝通夥伴」，如此則與過去研究

結果一致（Denney et al., 2022; Donato et al., 

2018）。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序曲階段規劃的介入課程需視個案適

應情形而調整

　　本研究後續增加了主題一的4個功能性詞

彙、因為溝通夥伴需求及個案的喜好改變預定

的溝通符號、更換了幾種溝通輔具等，這些調

整並非評估方法無效所造成，而正因為需要適

時地適應個案的學習特質與不同介入時機，如

此方式才能達成個案的教學目標。本研究總共

介入三個主題，在連續的A A C介入三部曲模

式持續進行下，個案的溝通需求及情況正如同

Beukelman和Light（2020）提出之理論：「以

今日的AAC介入成效作為基礎，為明日的AAC

介入作規劃。」如此隨時依據AAC介入或執行

的成效評估進行調整之方法，用來符應個案更

細緻的溝通需求。

（二）透過首部曲教學架構合併視覺提示及

特徵教學可有效提升個案功能性詞彙量

　　教學過程中可以發現以圖（字）卡要求研

究對象口語回答仍皆以口語表示不會，但用注

音輸入則可完全答對，顯示個案在說的這一塊

有很大的特異性，這與過去研究顯示ASD成人

溝通特異性很大的結果一至（Nunes & Walter, 

2 0 1 8），個案的口語能力與內在能力間呈現

很大的落差；此外，教學過程中加入視覺提示

（之後撤除）及特徵教學，有助於連結個案與

功能性詞彙的認知有效連結。

（三）二部曲教學可利用過去習得之能力快

速有效的提升個案句構類化能力

　　本研究利用個案學習過的類似簡單句型結

構，使用在本次介入的新功能性詞彙，結果顯

示個案能夠快速的表現良好學習效果，三個主

題的二部曲教學皆能在短期內達成100%達成

率，結果顯示個案能利用過去學習經驗將能力

類化到新的主題領域。

（四）溝通夥伴是重度ASD個案在第三部曲

介入中情境類化的關鍵

　　透過不同溝通夥伴的協助，個案在不同情

境的類化能力有所差異，其差別在於對語言的

使用能力及對A A C使用者的互動方式瞭解不

同，進而造成在三部曲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

現。因此，溝通夥伴成為此階段個案表現的關

鍵因素。

二、對未來實務上的建議

（一）對重度ASD成人個案之序曲中評估與

擬定介入計畫需持續不斷且保持彈性

　　正如重度ASD成人個案異質性高，因此以

行動研究法的評估、計畫、教學及反思四階段

能夠隨時檢視個案的學習變化，再加上AAC的

介入並非僅止於一個主題或情境的介入，以長

期而言個案的溝通能力、思考內容也都會因為

溝通能力的改善而有所改變，因此，構成AAC

四個要素的溝通符號、溝通輔具、選擇技術及

溝通策略也需要適時彈性調整，才能將每次介

入的成效作為下一次介入的基礎。

（二）在提升個案功能性詞彙方面調整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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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的形式

　　製作各類教學用卡片或教材教具非常耗

時，若個案熟悉教學流程後，可利用較為便捷

的方式來製作，例如：用Microsoft PowerPoint

軟體替代各類卡片的功能。如此更為便利增加

或調整圖卡內容，在使用上也會更靈活。

（三）二部曲提升句構能力善加利用個案近

側發展區的能力

　　少口語重度ASD個案的語言能力就是欠缺

主要能力之一，能善加利用個案已習得的能力

加以拓展，雖無法趕上典型發展者，但對其溝

通表現的深度及廣度確實可以有所期待，且較

能獲得明顯的進步。

（四）加強溝通夥伴的訓練

　　對使用AAC科技的複雜溝通需求者而言，

家人、同儕、親戚及相關教育人員是需要了解

對A A C不同層面的知識，以及對A A C使用者

溝通的技巧。本研究結果發現溝通夥伴對重度

ASD成人個案是否能夠將習得的溝通技巧類化

到自然情境是關鍵，因此其相關支持技能、對

AAC設備的操作能力、甚至對AAC的相關理論

知識了解程度等，可能都扮演個案是否順利能

將學習的溝通能力類化到自然情境中之重要角

色。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增加各階段評估的量化資料

　　目前AAC介入三部曲模式之序曲的評估以

質性能力描述為主，未來加入或發展以量化為

主的檢核表或系統測驗，架構成為更有效率且

系統化的個案各項基本能力、生活樣態及溝通

需求。在其他階段的教學介入部分，若個案已

經熟悉流程且穩定學習狀況，可嘗試採用單一

個案實驗研究設計（single-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可更釐清介入與個案能力提升之間的

因果關係。

（二）嘗試探討不同版面介入之成效

　　本研究是以靜態矩形網格版面進行介入，

但仍有許多不同樣態版面可能對重度ASD個案

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動態版面或視覺場景版

面（visual scene displays, VSD）。在長期介入

的條件之下，個案對於相關AAC科技的使用、

各類語言情境及社交互動也會更為熟悉，就可

嘗試需要認知負荷或社交情境了解較深的其他

版面，以適時增加溝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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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AAC preparation, functional vocabulary, sentence structure and using in 

milieu model (AAC-PVSM) to improve the daily communication ability for a low-verbal adult 

with sever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Action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study. In 

data analysis,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ed on teaching evaluation results,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data collected by researcher, participant and communication partners on different contex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functional vocabulary, sentence construction ability and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the participant in three different contexts are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ed that AAC-PVSM model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daily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participant.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preparation stage should adjust in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needs of different stages (or contexts) of the participant. In functional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 stages, visual cues and object feature teaching are effective for the 

participant. The successful key of the intervention is communication partner. AAC should 

continue to intervene and adopt to a flexible teaching mode with communication needs of the 

participant, to increase the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in various daily contexts.

Keywords: adult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AC-PVSM Model, functional vocabulary



AAC介入三部曲對提升少口語重度自閉症類群障礙成人日常溝通能力之研究．50．


